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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中国法治专家的研究视角过窄，大多从法律角度探讨法律。
中国正处于一个立宪重建时代，无法像英美那样，从市民社会秩序中自发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
所以需要另寻出路。
单从法学角度研究现实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需要从政治家的视角为法治建设献计献策。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路径和时机把握非常关键。
预先设计一种理性的政治制度，然后强迫一群并不理性的人去适应它，这种做法将会导致一场政治灾
难。
好的政治制度，都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根据族群特征量身订做，在“试错”和“反错”实践中
不断完善。
很多国际案例表明，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会把民主煮成一锅“夹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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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全喜，江苏徐州人，1962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师。
出版的著作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
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等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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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
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
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
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
；另一些人则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
极的作为。
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
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
，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
重大责任。
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
角色举足轻重。
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
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
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
口1/5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
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
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
、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
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
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
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另一方面
，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主要担心的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
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
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
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唯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
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
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
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
今后，它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同类组
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
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
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
威性分配。
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他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他行为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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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临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
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他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
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
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
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
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
贡体系中。
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父家长统
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
，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
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
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
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
感受却是屈辱。
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上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
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
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
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
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
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
、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人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
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
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
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
问题的解决诉诸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
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
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
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
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
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
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
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
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
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国家（民族）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
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
念一样不合时宜。
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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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
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的一面。
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
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
的外化。
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
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
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
。
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一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
，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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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策:全球视野中的法治与政治》编辑推荐：为中国策为国是谋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
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
在千年一遇的机遇面前，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中国政府应以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大胸
怀应对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这些机构作为政府“外脑”，为中国最高
决策层分析全球走势，为中国策，为国是谋。
《大国策》丛书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进行
考察，立足中国崛起道路上的大战略、大课题，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民主、软实力、民
生、环境、能源、人口、国家安全等领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发表国策诤言，直陈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危
机和挑战，试图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跨越西方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大
方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